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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建设 
 国家语委语料库建设 

 1991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提出立项； 

 1992年4月召开现代汉语语料库选材原则专家论证会； 

 1993年1月制订《现代汉语语料库选材原则》； 

 1993年9月召开现代汉语语料库选材专家审定会；  

 1998年底建成 7000万字的生语料库； 

 目前已完成1亿字生语料和5000万字标注语料； 

 语料库建设和加工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被列为国家语委“九五”、“十五”科研重大项目 

 得到国家科技部“863”、“973”计划多个项目的支持 

 “智能中文信息处理平台” 

 “图像、语音和自然语言理解” 

 “中文信息处理应用基础研究” 



生语料库 

语料库的主要内容 

 未经标注加工的生语料库 
 标注语料库 

 词语切分 
 词类标注 

 句法树库 
 内部结构 
 外部功能 

 分词词表 
 88000词条 
 词性标注 
 频率信息 

 语料库加工标注规范 
 语料库软件工具 

标注语料库 

句法树库 



语料库的主要用途 

 主要用途 

 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 

 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 

 语言文字的学术研究 

 语文教育 

 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 



语料来源 

 1993年以前的语料 
 以人工录入印刷版本的语料为主 

 约7000万字 

 1993～2002年的语料 
 部分采用人工录入印刷版本语料 

 约1500万字 

 部分来源自网络电子文本 

 约1500万字 

 2002以后的语料 
 以网络电子文本为主 

 约1000万字 



语料分类 

 三个主要类别 

 人文与社会科学类 

 包括政法、历史、社会、经济、文学、艺术等类别语言材料 

 自然科学类 
 自然科学的语言材料（含农业、工业、医学、电子、工程技

术等） ，涉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各个领域。  

 综合类 
 应用文 

 难于归类的语料 



人文与社会科学类 

 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划分为8个大类和30个小类： 
 政法：哲学、政治、宗教、法律； 

 历史：历史、考古、民族； 

 社会：社会学、心理、语言文字、教育、文艺理论、新闻、
民俗； 

 经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政治经济、财贸经济； 

 艺术：音乐、美术、舞蹈、戏剧； 

 文学：小说、散文、传记、报告文学、科幻、口语； 

 军体：军事、体育； 

 生活。  

 人文与社会科学类约占语料总量的50％ 



自然科学类 

 自然科学划分为6类： 

 数理 

 生化 

 天文地理 

 海洋气象 

 农林 

 医药卫生  

 自然科学类约占语料总量的30％，  

 



综合类 

 综合类语料由应用文和难于归类的其他语料两部分组成。 

 应用文主要包括以下6类： 
 行政公文：请示、报告、批复、命令、指示、布告、纪要、

通知等； 

 章程法规：章程、条例、细则、制度、公约、办法、法律条
文等； 

 司法文书：诉讼、辩护词、控告信、委托书等； 

 商业文告：说明、广告、调查报告、经济合同等； 

 礼仪辞令：欢迎词、贺电、讣告、唁电、慰问信、祝酒词等； 

 实用文书：请假条、检讨、申请书、请愿书等。 

 综合类约占语料总量的20％ 



样例 语料分类 



语料库选材 

 人文与社会科学类 
 以1919年为上限，选取五四以来的语言材料。 

 对五四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语料采取不等密度选用的方式。 

 自然科学类 
 比较通用的中、小学各科教材。 

 比较通用的具有通论性质的大学各科基础必修课程的教材。 

 涉及自然科学各个门类的科普读物。 

 教材 
 选取当时通用的教材为建库的语言材料。 

 中小学课本所选内容涉及的各个学科的基本知识 

 一般为典范的现代汉语作品，应具有相当的普及性、代表性。 



语料库选材的历时性 

 以人文与社会科学类为例 
 1919 － 1925年， 约占5%。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仍留有文言痕迹，选用少量的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作品。 

 被选用的作品在行文上要尽量符合现代汉语的规范。 

 1926 － 1949年， 约占15%。 

 白话文逐步脱离文言痕迹，现代汉语日趋成熟的时期。 

 1950 － 1965年， 约占25%。 

 新中国的成立给社会文化生活带来巨大变化，新词新语大量涌现。 

 1966 － 1976年， 约占5%。 

 文革时期的作品，其中许多仅作为历史词语存于现代汉语之中。 

 1977 － 至今， 占50%以上。 

 新时期的语料代表了现代汉语的新发展。 

 每年按选材原则增补300万字左右的语料 



语料的通用性原则 

 作为通用型语料库，应该比较真实地反映现代汉语在文字、词汇、
语法、语义等方面的全貌。 

 在语料的选择上，应当具有区别性特征。 

 有别于专业性 

 有别于地域性 

 有别于纯口语性 

 尽可能地提高所选语料在采字、采词、采句和采义等方面的广度，
要考虑到语料的时间层次、文化层次和社会使用面等层次。 

 时间层次。 

 文化层次。以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能够阅读的语料为主。 

 社会使用面层次。 

 以社会使用面较为广泛的语料为主，其他语料为辅；以人文
与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以门类为主，以语体为辅。  



语料抽样原则 

 语言材料的多样性 

 选用政论性文章、新闻报道、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科普
读物、通俗读物、学术专论及各种应用文语体等现代汉
语作品。 

 语言材料的完整性 

 2000字以下的文章原则上全篇采用。 

 报纸可采取整篇文章、整版和整张相结合的方式。 

 语言材料的遍历性 

 选材要注意各学科，各学科分支，各行各业，以及社会
生活各个领域的语言文字应用的代表性。  



语料抽样数量 

 书籍 

 抽样数量一般占全书字数的3～5%，字数最多不超过
10000字。样本容量2000字，允许±500字。 

 报纸 

 采用整版（4版或8版）选用的方式。不同的报纸选用不
同的月份，以免内容重复。 

 报纸上的广告、启事等归在应用文类，不在报刊类语料
的统计之列。 

 刊物 

 每本刊物上所选的总字数原则上不超过5000字。样本容
量2000字，允许±500字。 



语料抽样方式 

 对同一版面的不同文章，按从上至下、从左到右的顺序
选取。 

 一个样本必为同一作者的同一篇文章，限字数不限样本
数（报刊除外）。 

 每个样本之中必为连续的语料内容。 

 应用文（包括广告、说明书等） 

 2000字以内的应用文宜整篇选用。对于篇幅较长的应
用文，所选样本的容量为2000字，允许±500字。  



语料抽样的其他原则 
 避免选取文言色彩较重的篇章作语料 

 例如鲁迅等作家的作品不宜用作语料。 

 避免选取诗歌作语料，剔除篇章中诗歌形式的内容。 

 大学教材门类以国家规定的大学基础必修课为准。 

 选材年限及密度的规定是着眼于科学的整体发展而制定的。 

 各个学科的发展在不同的年代并不是齐头并进的，可根据具体情
况适当调整依年限分布的比例、字数。 

 调整的理由、调整后的比例和字数当详细说明，并作为附件收于
清单之后。 



语料样本信息 

 语料样本最多包含24个信息 



样例 语料相关信息 



语料库样本分布－类别 

 



语料库样本分布－时间 

 



标注语料的类别分布 



语料库的建设和加工 

 遵循国内外信息处理领域通用的语料库加工方式，标注
分词和词性。 

 在面向信息处理的同时，重视为语言本体研究服务。 
 在加工过程中制定了《信息处理用词类标记集规范》等

语料库建设规范。 
 采用机助人校的加工方式，通过开发专门软件工具来提

高加工质量。 
 为兼容不同词语颗粒度，专门建立了层次化结构化的分

词词表，可以提供不同颗粒度的语料。 
 语料库以每年增加约300万字的方式进行补充 



语料库建设的主要成果 

 生语料库规模达到1亿字 
 可供使用的标注语料5000万字（分词和词性标注）     
 100万字（5万句）句法树库 
 现代汉语分词词表（88000词条） 
 语料切分标注加工规范 
 树库标记集规范 
 树库加工规范 
 语料切分和标注软件 
 树库标注软件 
 语料库校对加工软件 
 语料检索工具软件 
 语料统计工具软件 
 语料库管理软件 



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类标记集规范 

 基本词类体系 

 基本词类体系的标记代码 

 《规范》的制定 

 在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大项目《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汇研
究》的子项目“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类标记集规范的基础上完
成 

 得到国家语委“九五”重大项目《现代汉语语料库建设》子课题
“国家语委核心语料分词及词性标注加工”的支持。 

 2003年通过国家语委标准化委员会的审定 

 2006年成为国家标准，标准号GB/T 20532-2006 

 词类标记集规范的原则是有利于数据交换和资源共享 



样例 分词和词性标注语料 



样例 词类标记集 



样例 句法树库标记集（1） 

 （一）短语功能分类 



样例 句法树库标记集（2） 

 （二）短语结构分类 

 



样例  句法树 



样例  结构化词表 



语料库应用软件 

 语料切分和标注软件 

 树库标注软件 

 语料库校对加工软件 

 语料检索工具软件 

 语料库查询与统计工具软件 

 基于互联网的语料库例句检索 

 语料库全文检索软件 



样例 语料切分和标注软件 

 



样例 语料库校对和质量检查 



样例  语料库例句检索 

 



样例  语料库例句检索 2 

 



样例 语料库查询统计工具 

 



样例 句法树库的信息检索 

 



样例 基于互联网的语料库例句检索 

 



样例 语料库全文检索 

 



语料库的管理 

 国家语委语料库由国家语委委托语言文字应用
研究所负责建设和管理 

 国家语委语料库可以提供的服务 

 语料库使用权许可 

 检索、查询、统计等数据服务 

 软件开发等其他服务 



语料库提供服务的方式 

 通过签订使用权许可协议，提供语料库的有偿使用 

 科研用途 

 商业用途 

 为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的科研人员、教师、学生提供无偿
的检索统计等服务 

 语料检索、例句提取、字词频率统计等 

 检索的数量、范围有一定限制 

 为教育部、国家语委的相关科研项目提供数据支持 

 语料库、标注语料库、相关软件等 

 已有众多高校、公司和科研院所使用国家语委语料库进行
科学研究和产品开发 



相关资料 

 国家语委语料库相关材料可以从网上下载 
 

 语料库在线  www.cncorpu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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